
爱书人鉴兆飞———

乡村书屋建得挺好
还想筹建健身广场
文/图 本报记者 汪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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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记者再次来到
鉴兆飞的乡村书屋。院子
里多了不少的健身器材，
因为下雪，鉴兆飞正忙着
给器材搭塑料布。“这些器
材放了有些日子了，一碰
上雨雪天，我就赶紧出来
检查，可别淋坏喽。” 鉴
兆飞说。

与五个月前相比，这
间书屋显得更加拥挤了。

“新增了7个书橱，增加了
3000多册图书。”环视着自
己的书屋，鉴兆飞笑得十
分开心，双眸流露出孩子
般的眼神。

书橱上方的墙上，又贴
上了几张乡村书屋管理小
组的名单。鉴兆飞告诉记
者，书越来越多，他管理起
来更加费劲，所以村里经常

有热心的村民来帮着他整
理，时间长了，这些村民都
成了他管理小组的成员。

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来
这里借阅图书的人更多
了、范围更广了。用他自己
的话说“档次也更高了。”
随着声名的远扬，有时候
金乡、鱼台县城的学生都
会跑来借书，甚至周围村
子走亲戚的外地人，也渐
渐成了书屋的常客，“前一
阵子，有一对曲阜的母女
来村里走亲戚，住了10来
天，光来书屋借书就四五
趟。”鉴兆飞说。

最令鉴兆飞骄傲的
是，现在周边的不少大学
生也跑来这里借书看。“十
一长假的时候，来了十几
批大学生。能得到他们的

青睐，我觉得自己的书屋
又上了一个档次。” 鉴兆
飞说。

记者看到，桌子上的
借阅登记表比以前厚了不
少，不到半年时间，又新增
加了四五本。在借阅登记
方面，鉴兆飞也在一步步
地改进。“现在新表格上增
加了电话一栏，书多，借的
人多，有时候人家一忙，忘
了在规定时间里还书，我
就打个电话提醒一下。”
鉴兆飞说。

鉴兆飞说，这批健身
器材是他的一位朋友捐赠
的，9月底运来的。文体不
分家，现在书屋有了，还缺
个健身广场。如果土地协
调下来，这些健身器材就
能发挥作用了。

孔庆奎在康明大市场
经营着一个饰品店。25日，
记者在饰品店见到孔庆
奎，他冒着寒冷的天气，进
了一批水杯。因为患病，孔
庆奎的妻子虚弱地躺在椅
子上照看着小店。

见到记者后，比实际
年龄年轻很多的孔庆奎，
依旧是爽朗的笑容，尽量
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
思。

借助纸和笔，记者和
孔庆奎进行了交流。他的
妻子刚刚动了手术，身体
不大好。因为既要照顾妻
子，又要照顾自己的小店，
这几天，他没来得及照顾
米糕小摊。

儿子已经上高中，正
是花钱的时候。他们夫妻

俩就指望这个饰品小店生
活了。

褚女士的丈夫张先生
告诉记者，那天要不是孔
庆奎老师把老伴扶起来，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而且
还有好心的市民给老伴喂
药、送水，真是救了老伴一
命。“我正想通过媒体给孔
庆奎、以及参与救助的爱
心市民说声谢谢呢。这个
事显示社会还是好心人
多。”张先生动情地说。

孔庆奎的妻妹韩女士
告诉记者，姐夫孔庆奎和
姐姐尽管都是聋哑人，但
平时为人处事很善良。“或
许两人都是聋哑人吧，两
耳听不到社会上负面的
事，让两个人的思想更简
单，所以见了摔倒的老太

太，也不会考虑太多，而直
接上前去扶。”韩女士表
示，现在小店的经营状况
不算好，姐姐和姐夫经济
压力很大。姐夫孔庆奎回
曲阜找了个装水暖的工
作，挣些钱贴补家用。现在
她正帮姐姐申请残疾人救
助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希
望能对他俩有一个帮助。

尽管家庭并不富裕，
可面对褚女士家人的现金
感谢时，孔庆奎连连摆手
表示拒绝。孔庆奎在纸上
写着：“我不图什么回报，
只是随手扶起来一个老
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
市民都会这么做的。下次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还会
这么做，我自己感觉这没
有什么。”

聋哑人孔庆奎———

若遇到老人昏倒
他还会出手相助
文/图 本报记者 晋森

人物简介：鱼台县清河镇鉴洼村，年过六旬的退休老

人鉴兆飞，靠着自费购买、亲朋资助，用自家老宅办起了

一间“乡村书屋”。凭借着那一份执着，书屋从无到有，藏

书也达到了两万多册。书屋虽然面积不大，名气却很响，

周边很多乡镇的村民，特别是孩子们都很喜欢来借书。如

今，书屋里不仅新增了3000多册图书，而且朋友捐赠了部

分健身器材，他还想筹建健身广场。

人物简介：11月5日，褚女士骑着电动车走到市中区

半截阁路时，突然晕倒，在路边卖米糕的聋哑男子孔庆奎

扔下摊子，跑过去将褚女士扶起。随后，在热心市民的帮

助下给她服下速效救心丸。一小时后，褚女士的家人到

来，他亲自把褚女士送上车，才放心地离开。尽管孔庆奎

并不富裕，可面对褚女士家人的现金感谢时，他连连摆手

拒绝。

鉴兆飞给健身体育器材盖塑料布。 孔庆奎忙着给饰品店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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